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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CSSCI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
论文分布状况之考察∗

□叶继元　臧莉娟　吴林娟

　　摘要　以“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和“中国文学”三个学科领域为案例,考察非

CSSCI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论文的分布状况.研究结果显示:非 CSSCI来源期刊中存在一定比

例的高影响力论文;不同学科高影响力论文的期刊分布比例有较大差异;非CSSCI来源期刊应尝

试分析高影响力论文,并努力刊发有潜力的论文.学界、期刊界、评价界、教育界、科研管理界和

作者在重视CSSC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的同时,应十分关注非 CSSCI来源期刊等的生存与发展,
促进各类型期刊的协调发展,回归学术期刊在及时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原有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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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CSSCI)影
响较大.它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

和文献被引用情况(目前最新版本是«CSSCI来源期

刊目录(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在遴选期刊时,CSSCI
采取分学科计算指标,并分别在各自学科中排队选

择,主要指标是影响因子与总被引次数.这两个指

标都与引文密切相关.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

高影响力论文较多,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此类刊物发

表的论文并非篇篇都是高影响力论文,这其中也难

免平庸之作;反之,非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也不乏

高影响力论文.但这个“不乏”到底是多少比例,不
同学科的情况有哪些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似乎

鲜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发表.此问题的研究,对于深

入了解非CSSCI来源期刊的发文情况,合理公正评

价期刊,鼓励不同特色、不同办刊目的的期刊共同发

展,把优秀研究论文真正评价出来、推广开来,加快

学术交流和学术成果传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

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高影响力

论文的期刊分布状况.我们将以“高等教育”“图书

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和“中国文学”这三个学科领域

为案例,来考察非CSSCI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论文

的分布状况.

１　研究综述

关于高影响力论文的定义目前学界尚不统一.
一般指研究者的某一论文被学术界或同行所认可,
在学术界和同行间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论文.有学者

认为高影响力论文是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发表

在世界三大名刊上的论文和发表在各学科顶尖期刊

上的论文,反映了一国的科技进步以及对世界科学

事业贡献的一个重要侧面[１].对于高影响力论文的

认定主要从引文次数、转载次数、被评论次数、是否

获得有信誉的奖项和被同行好评等方面来考虑.在

文献计量方面,考虑到统计源的时间跨度和有专门

数据库的情况,一般采用论文被引用次数作为判断

的标准.优秀的科研论文被引用次数往往相对较

高,而且被引用周期也会比较长[２].尽管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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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仅仅是高被引、下载次数多的论文,但为统计

和论述方便,本文将高被引和下载次数多的论文约

定为高影响力论文.
从已有文献看,２０００年之后国内外关于高影响

力论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之间.
主要研究内容为高影响力论文特征的数据分析和利

用、产出状况、优势与局限性.在论文特征分析方

面,国内外研究成果多体现在以学科领域为例对数

据的分析和利用.周晓英等选取CNKI数据库中图

书馆学和情报学高影响力论文进行分析[３].肖荣荣

等对近１０年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从数量及被引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４].王念祖以出版学类论文为数据

源进行讨论[５].格兰特刘易森(GrantLewison)
对在高影响力期刊上的癌症研究论文进行了分

析[６].庄坤洋(ChuangKunＧYang)等分析了水资源

领域高影响力论文的趋势和特点[７].通过对高影响

力论文的定量分析,可以揭示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
机构、年代及作者分布、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等.关于论文产出状况,国内外学者通过对高影响

力论文产出状况的描述以揭示热点论文.贺德方利

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高影响力论文数量进行了国

际比较研究[８].方红玲等对中、日、印、韩四国高影

响力论文进行了比较研究[９].盖双双等对比研究了

我国科研人员参与发表和我国科研人员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的热点论文的文献计量学特征[１０].埃斯科

瓦尔等对检验医学专业人士在高影响力医学期刊上

发表论文的作者的贡献程度进行了分析[１１].同时,
国内外学者还关注了高影响力论文作为评价指标的

优势和局限.叶鹰研究表明:“高品质的论文不是最

高被引论文,但是被引量都高于学科平均被引,最高

被引论文的品质不能肯定最优,但一般具有广泛影

响”[１２].尽管高影响力论文未必一定是高质量论

文,将高影响力论文作为评价期刊、作者质量的惟一

指标肯定具有局限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肯定了高

影响力论文的价值.
对于非CSSCI来源期刊的研究,目前国内多集

中在其现状、困境、生存与发展、提高影响力等问题

上,具体对非CSSCI期刊高影响力论文期刊分布研

究的文献很少,且研究不够具体、深入,有关人文社

会科学非 CSSCI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论文分布的

研究笔者尚未见到.因此,对非CSSCI来源期刊高

影响力论文期刊分布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２　调查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文章将主要依据引文次数和下载次数两个指

标,来对“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和“中
国文学”这三个学科领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发表的高

影响力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将引文次数 TOP１００和

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的论文认定为高影响力论文,考
察将主要依托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和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主要

用于分析论文发表总数和被下载次数,中国引文数

据库主要用于分析论文被引用情况.通过分析这些

论文的期刊分布状况,来考察非CSSCI来源期刊中

高影响力论文的分布状况.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２日１４时,我们在中国知网的资源

总库选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使用高级检索,分
别选择“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

学”三个研究领域,时间限定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搜索所

有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同时将下载次数从高到底排

序,导出下载次数TOP１００的论文(剔除掉期刊征稿启

事等非有效论文).然后,选择中国知网的中国引文数

据库,选择“学科检索”,同样界定二级学科为“高等教

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时间界定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在全部期刊中检索其引文记录,按被引

从高到低排序,导出被引次数TOP１００的有效论文.

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依据导出的数据,结合«CSSCI来源期刊目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整理得出这三个研究领域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及被引基本情况(表１),
同时得出三个研究领域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期刊

分布概况、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期刊分布概况、刊
发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的期刊基本情况以及刊发

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的期刊基本情况,分别如表

２、表３、表４、表５所示.
表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及被引基本情况

学科
领域

发表论
文总数
(篇)

被引论
文数量
(篇)

被引率

被引次
数 TOP

１００论文
最高被
引次数

被引次
数 TOP

１００论文
最低被
引次数

被引次
数 TOP

１００论文
篇均被
引次数

高等教育 ２２３４３７ ５９４９７ ２６．６３％ １５０ １７ ３６．２

图书情报
与数字
图书馆

４２５６８ ２３５２ ５．５２％ １１３ １４ ２６．１８

中国文学 ６８８１７ ２０００ ２．９％ ３９ ４ ５．８７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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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被引次数TOP１００论文期刊分布概况

学科领域
CSSCI来源期刊 非CSSCI来源期刊

数量(篇) 比例(％) 数量(篇) 比例(％)

高等教育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８５ ８５ １５ １５

中国文学 ７２ ７２ ２８ ２８

表３　下载次数TOP１００论文期刊分布概况

学科领域
CSSCI来源期刊 非CSSCI来源期刊

数量(篇) 比例(％) 数量(篇) 比例(％)

高等教育 ６１ ６１ ３９ ３９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８６ ８６ １４ １４

中国文学 ６３ ６３ ３７ ３７

表４　刊发被引次数TOP１００论文的期刊基本情况

学科领域 期刊总数
CSSCI来

源期刊数量

非CSSCI来源

期刊数量

高等教育 ５５ ２４ ３１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３０ １８ １２

中国文学 ５４ ３２ ２２

表５　刊发下载次数TOP１００论文的期刊基本情况

学科领域 期刊总数
CSSCI来

源期刊数量

非CSSCI来源

期刊数量

高等教育 ５７ ２７ ３０

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２９ ２０ ９

中国文学 ６０ ３１ ２９

　　表１中,“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中国文学”三个领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发文数量有较

大差异,“高等教育”发文量最大,“中国文学”次之,
发文量仅为“高等教育”的３０．８％,“图书情报与数

字图书馆”发文量最少,发文量不足“高等教育”的

１９．１％,可见不同学科作者群体、发文数量存在较大

差异;同时,被引率、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最高被

引次数和最低被引次数等三个学科也存在较大差

异.表２中,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中,除了“高等

教育”在CSSCI来源期刊和非CSSCI来源期刊比例

均为５０％以外,“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

学”在CSSCI来源期刊分布比例均高于非CSSCI来

源期刊.表３中,在三个学科中,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
论文在CSSCI来源期刊分布比例均高于非 CSSCI
来源期 刊 比 例,其 中 “高 等 教 育”领 域 下 载 次 数

TOP１００论文在非CSSCI来源期刊中分布的比例最

高.表４和表５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

文学”领域刊发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刊发下载次

数 TOP１００论文的 CSSCI来源期刊数量均高于非

CSSCI来源期刊,但是“高等教育”领域非 CSSCI来

源期刊数量却多于CSSCI来源期刊数量.

４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４．１　非 CSSCI期刊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高影响力

论文

数据显示,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以及下载次

数 TOP１００论文分布在 CSSCI来源期刊的比例整

体高于非CSSCI来源期刊.但同时,非CSSCI来源

期刊中仍存在一定比例的高影响力论文,这其中包

括: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分布在非CSSCI来源期

刊的比例,“高等教育”为５０％,“图书情报与数字图

书馆”为１５％,“中国文学”领域为２８％;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分布在非CSSCI来源期刊的比例,“高
等教育”为３９％,“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为１４％,
“中国文学”为３７％.不过,非CSSCI来源期刊中虽

然有一定比例高影响力论文的存在,但是这些高影

响力论文的期刊分布较为分散,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
论文中除了“中国文学”有２９篇论文来自２３种非

CSSCI来源期刊外,每种非 CSSCI来源期刊只有１
篇高影响力论文.这也说明,高影响力论文的分布

也是金字塔形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多的期刊仅

占极少数,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少的期刊占大多数,
即使在刊发了高影响力论文的小部分期刊中布拉德

福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也同样适用.
表４、表５描述了刊发高影响力论文的期刊的

基本情况,验证了高影响力论文集中在小部分期刊

中,少数高质量期刊是所属学科领域高影响力论文

的主要贡献者.比如“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被引

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中有９篇发表于«中国高等教

育»,５篇发表于«思想教育研究»,４篇发表于«高等

教育研究»,４篇发表于«思想理论教育».再比如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
论文集中在３０种期刊中.实际上,在«CSSCI来源期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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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目录(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来

源期刊”有２０种,此外还有大量的综合类CSSCI来源

期刊也刊登“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相关论文.相

当一部分 CSSCI来源期刊未刊登过高影响力论文.
即使是上文所说的三个学科领域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

对被引次数贡献较大的期刊,«中国高等教育»中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发表的论文中零被引论文比例为６２．４％ ,
«图书馆学研究»零被引论文比例为４４．８３％,«文学评

论»零被引论文比例为６８．７５％.
因此,数据反映非CSSCI来源期刊中是存在高影

响力论文的.有学者同样通过研究验证了这个事实.
杜云祥等通过对国内医学领域高影响力科研论文的

期刊分布统计认为:“绝大多数高影响力论文刊登在

核心期刊上,并非所有核心期刊都刊登过高影响力论

文.有一些核心期刊没有一篇高影响力论文,而个别

非核心期刊的高影响力论文多达数十篇”[１３].

４．２　不同学科高影响力论文的期刊分布比例有较

大差异

学科不同,研究习惯也会有所不同.被引次数和

下载次数等定量数据的高低除了和期刊自身的学术

质量密切相关外,还和学科性质、学科研究人群的大

小、学科研究习惯等相关.比如,人文学科作者引用

期刊论文相对较少,引用论著较多.从表１我们可以

看出,三个学科领域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发表的论文总

数有很大的差距,“高等教育”的总发文数是“中国文

学”的３．２５倍,是“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的５．２５
倍.在被引率方面,三个学科领域也有很大的差异,
“高等教育”的被引率是２６．６３％,是“图书情报与数字

图书馆”的４８２倍,是“中国文学”的９１８倍.
不同学科高影响力论文的期刊分布也有差异.

从我们选择的“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

馆”和“中国文学”三个研究领域来看,其高影响力论

文的期刊分布具体如表２、表３所示.三个学科被

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是:“高等教

育”领域５０％来自 CSSCI来源期刊,５０％ 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

８５％来自CSSCI来源期刊,１５％来自非CSSCI来源

期刊;“中国文学”领域７２％来自 CSSCI来源期刊,

２８％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下载次数 TOP１００
论文期刊分布情况是:“高等教育”领域６１％来自

CSSCI来源期刊,３９％来自非CSSCI来源期刊;“图
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８６％来自CSSCI来源期

刊,１４％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中国文学”领域

６３％来自CSSCI来源期刊,３７％来自非CSSCI来源

期刊.“高等教育”领域的高被引和高下载论文来自

非CSSCI来源期的比例最高.我们认为,这和学科

性质有相关性.“高等教育”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经常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往往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

问题一旦出现,谁率先刊发了论文就极有可能在短

时间内被引用和下载.同时,“高等教育”学科作者

群体来源复杂,并非都是“高等教育”专业科班出身

的研究人员,因此对于相关专业期刊了解度不够,在
引用时不会过度关注期刊在该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更关注论文是否对自己有用.

４．３　非 CSSCI来源期刊尝试分析高影响力论文,
并努力刊发有潜力的论文

CSSCI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

总次数等数量指标,结合各学科专家意见而确定的.
能否成为 CSSCI来源期刊关键在于影响因子和被

引次数,因此,非 CSSCI来源期刊要想成为 CSSCI
来源期刊必须努力提高论文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我们对前文统计出的非 CSSCI来源期刊的高影响

力论文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有几类论文可能成为

高影响力论文.第一类,热点问题、有前瞻性的论文

更容易引起关注,产生高影响力论文.以“高等教

育”领域为例,被引次数 TOP１０论文中,“翻转课堂”
主题的５篇,“慕课”主题的４篇.而“翻转课堂”“慕
课”正是２０１４年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具体课

堂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领域方面都受到关注的研究内

容.这种具有前沿性、明显问题导向的热点选题,期
刊一旦较早组稿、刊发,就极易受到关注并被引用.
第二类,有较高知名度、在学界有一定地位的作者的

论文容易成为高影响力论文.比如,“中国文学”领
域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南大学升华学者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攸欣发表在非 CSSCI期

刊、２０１４年新创期刊«曹雪芹研究»的«论王国维‹红
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为纪念‹红楼梦评

论›发表１１０周年作»引文次数排在该领域第８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乃乔发表在非

CSSCI来源期刊、２０１０年创刊的«汉语言文学研究»
上的«翻译的立场与翻译的策略———大卫霍克思

及‹红楼梦›翻译四人谈»引文次数也排在该领域第

８名.第三类,专业期刊、特色栏目、专题研究刊发

的论文更易产生高影响力.我们对发表了引文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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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１００的高影响力论文的非CSSCI来源期刊进行

简单的分类:在“高等教育”领域,３１种普通期刊中

有２１种是教育类专业期刊,１０种为综合性学术期

刊或其他类别专业期刊;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

馆”领域,１２种普通期刊中有８种为图情类专业期

刊,４种为非本专业类别的专业期刊;在“中国文学”
领域,２２种普通期刊中有１１种是文学类专业期刊,

６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５种其他类别专业期刊.可

见,专业学术期刊更容易引起关注,更容易产生高影

响力论文.跨越了多学科的综合性期刊很难培养起

一般学者对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难有自己的忠实

作者和读者.[１４]同时,相关领域的名栏、特色栏目、
专题研究刊发的文章由于拥有较多的读者和关注人

群更容易脱颖而出.
非CSSCI来源期刊要想增加高影响力论文数

量,进而提升期刊影响力和知名度,要尝试着去分析

本期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以及其他期刊发表的高

影响力论文,努力刊发有成为高影响力论文潜力的

那种论文.鉴于以上三种类型论文容易成为高影响

力论文,建议非CSSCI来源期刊在注重学术性的同

时,更要加强策划,在选题上多下功夫,既要有理论

性又要关注现实问题,密切注意学术前沿,紧跟时代

热点问题,有一定的新颖性,这样才会得到更多关

注、阅读,进而提高论文的影响力.同时,鼓励期刊

邀约一定量的名家论文,通过名家的名人效应吸引

更多的读者.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非 CSSCI刊发

的高影响力论文中也有很多来自年轻作者、不知名

作者,因此期刊不能只关注名家而轻视新作者群体,
在适当发挥作者马太效应的同时,要抑制其负面影

响,要从这些年轻的作者群体中培养出高影响力作

者来.此外,一般情况下,专业期刊,无论是 CSSCI
期刊还是非CSSCI期刊,较之同类别的综合类学术

期刊,更容易聚集忠实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专业化

将是未来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发展方向.当然,少
量的高端综合类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等,是
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主要发布平台,他们仍将引

领学术期刊的发展.因此,鼓励部分非 CSSCI期刊

往专业期刊方向发展,短期内转为专业期刊有难度

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可根据主办单位学科优势或编辑

队伍学科优势等,创办特色栏目,或者有意识地组

织、刊发有问题导向的专题研究文章.

５　结语

研究发现,非CSSCI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论文

占有一定的比例:被引次数 TOP１００论文中,“高等

教育”领域来自非 CSSCI来源期刊的比例最高,占

５０％;“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比例最低,占１５％;
三个研 究 领 域 被 引 次 数 TOP１００ 论 文 中 来 自 非

CSSCI来源期刊的平均比例 为 ３１％.下 载 次 数

TOP１００论文中,“高等教育”领域来自非 CSSCI来

源期刊的比例中最高,占３９％,“图书情报与数字图

书馆”最 低,占 １４％,三 个 研 究 领 域 下 载 次 数

TOP１００论文中来自非CSSCI来源期刊的平均比例

为３０％.不同学科高影响力论文的期刊分布比例

有较大差异,本研究讨论的三个领域中,非 CSSCI
来源期刊中高影响力论文的比例均达到３０％以上,
我们不能低估非 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质量.学

界、期刊界、评价界、教育界、科研管理界和作者在重

视CSSC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的同时,应十分关注

非CSSCI来源期刊等的生存与发展,促进各类型期

刊的协调发展,回归学术期刊在及时传播学术成果、
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原有的重要作用.非 CSSCI来

源期刊应尝试分析高影响力论文,并努力刊发有潜

力的论文,争取成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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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的三种方法:拉法、推法、撞法
王波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发表«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类型、方法»,认为阅

读推广活动的方法简化到极致,可分为三种:拉法、推法和撞法.
(１)拉法阅读推广.
拉法阅读推广适用于读者需求旺盛的文献,比如热点文献———那些上了各种好书榜的佳作;经典文

献———从«诗经»、«论语»到前四史、四大名著;读者荐购文献———读者基于学习和研究需要,迫切希望图

书馆采购的文献.这些文献读者或有耳闻、或耳熟不能详、或无缘相见、或无资相购,图书馆将这些“自带吸

引力”的书采购到馆,并通过展览等途径通知读者来馆借阅,这就是拉法阅读推广.
拉法阅读推广是一种最基本、最容易、最常规的阅读推广,策划的色彩最淡,只需把公认的好书推荐给读

者即可.盛行于英美的“一书,一城”阅读推广活动,因为所用书目都是民众投票选出的,属于公认的好书,所
以属于拉法阅读推广.

另外,把历史悠久的“镇馆之宝”锁在玻璃柜里,常年展示出来,也是一种拉法阅读推广,例如１４５４年古

登堡印刷的圣经初版,全世界目前只剩１１个羊皮纸全本,拥有这些珍本的欧美图书馆大多数将其在玻璃柜

里常年展示,引以为傲.
(２)推法阅读推广.
推法阅读推广适用于需求不旺的新文献、陌生文献、睡眠文献.比如说,图书馆为适应国家的“一带一

路”建设和研究,新采进了一批涉及丝绸之路的首次从中亚文字翻译过来的图书,那这批图书对相关研究者

而言就是新文献、陌生文献,如果图书馆不推广,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可能就没有需求或需求很小.还有

一种是睡眠文献,比如有一本对论证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非常有力的图书,长期夹杂在一套冷僻的古籍丛书

中不为人所知,直到某一天被一位图书馆员或一位学者突然发现,就像一位“睡美人”被“王子”发现,终于大

放异彩.对这两类图书,图书馆就需要通过阅读推广,大张旗鼓地将其广而告之,全力推广到读者乃至全社

会的视野.基于这种文献的阅读推广就叫推法阅读推广,因为其基本方法不是吸引而是推送. (转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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